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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对上博浦东分馆的三个愿望
!"#

! ! ! !九月份，上海很艺术。!"#$%&

艺博会、'()#) *(!+,(!- 上海
艺术影像展、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
会等扎堆开幕；余德耀美术馆一场
神奇的“雨”诱得善男信女们排起了
长队；两个“达利”在上海打得不可
开交；这些都让我感到这座城市的
艺术活力正在集聚。
最让我心动的则是一条艺术新

闻：上海博物馆将建浦东分馆。虽然
早就知道在进行这么个规划，但没
想到这么快就公布了。

上海博物馆号称拥有藏品百余
万件，其中珍贵文物 &.万件。但真正
能常年与公众见面的藏品，仅占极小
比例。这也是个博物馆的世界性问
题。据报道，卢浮宫仅有 /0的藏品
得以展出，古根海姆美术馆只有
10，柏林画廊博物馆仅%0。泰特现

代艺术馆展出了 %$0藏品，比例相当
高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32!4

藏有毕加索的作品有 &%%&幅，但参
观者只能看到其中的 %.幅。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

博物馆业起步晚。虽然这些年来，上
海涌现出许多行业博物馆、私人博
物馆，但在藏品、学术和管理运营上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还是很少。上海
博物馆迁移到人民广场建成新馆
%$年来，在海内外赢得的口碑，是
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也是中华文
明的骄傲。
所以人们对之的期待就更多。
长期以来，作为呈现中国古代

艺术史的博物馆，上博在现有的条
件下已经很努力。书画、陶瓷、青铜
器、石雕、印章、玺印、家具、钱币、少
数民族服饰等常设展馆水准皆屈指
可数。
但还有三大遗憾，希望借浦东

分馆建成之东风，得以弥补。
一、作为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

近现代的海派绘画，长期没有得到
应有的认识和认可，也没有得到足
够的呈现。中华艺术宫建立，定位于
现代艺术，辟出“海上生明月”专馆
展出海派绘画代表艺术家作品，这
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遗憾的是，部
分展品质量还不够理想，尤其一些
中小名头的海派画家作品并非其代
表作，这就容易让观众对海派绘画
的整体水平产生误解。上博收藏的
海派绘画作品品质相当高，其中仅
钱镜堂捐赠的海派画作，就相当可
观。尤其老海派代表画家如赵之谦、
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等的代表作，
上博皆有相当数量收藏。这些作品，
如果深藏库房，是上海文化资源的
重大损失；如果零散展出，也无法体
现其在艺术史上的分量。建议上博
借浦东分馆建造之机，在主馆腾出
空间，开设海派绘画专馆。如果不
便，则在浦东分馆开辟此专馆。这与
中华艺术宫“海上生明月”形成交相
辉映的效果，让世人对上海在中国

近现代文明史上的作用会有更真切
的体会。
二、过去我国博物馆研究和陈

列侧重器物，这并没有错。但如何通
过器物让人们对中国古代的文明形
态、生活方式有更清晰和生动的了
解，则是一个新课题。譬如，文房用
品，既是精湛的古代工艺和雅文化
审美品味的结合体，也从某个角度
呈现了古代文化的诞生环境。这方
面，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值得借鉴，
如在绘画陈列中，展示了中国宋画
的绘画材料和绘画步骤；在展示古
代高丽人饮食起居上，也让观众印
象深刻。近期，上博仅展出了部分藏
砚，即引起轰动。希望上博能根据自
己的藏品情况，梳理出文房器物以
及茶、香、酒和服饰品等专题陈列。
另外，通过器物、绘画、文献等综合
方式呈现中国古人的生活状态，那
必将更有助于人们理解祖国的文
化，产生亲近感，也有助于世界了解
中国。

三、博物馆除了展厅外，其他
方面对公众来说都是神秘的封闭
空间。如何发掘梳理库房藏品，为
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检索服务和
实物资料服务，更是当今时代人
们的需求。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
馆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它有
一个巨大的古代文献及版画库
房，观众可经过申请，上手阅览这
些经过细心保护的古卷。上博藏
的大量残次瓷器和青铜器等，是否
可以经过一定的审核程序，提供给
申请者上手查看学习？许多观众反
映，无法仔细观看远隔在玻璃橱和
昏暗灯光下的唐宋名画，我们是否
可以提供逼真的复制品，以帮助观
众理解原作。在展出观念上要尽可
能多地为公众呈现文物的丰富多
彩，以资较全面地了解、学习、研
究、欣赏，而不能片面考虑布展形
式的高大上。

博物馆是公益性的文化平台，
希望建成后，可以圆大家的梦。

! 林明杰

《如何让当代中国摄影家的 &

张照片也能卖到 &$$万美元》。近
日，这篇文章在朋友圈中非常火爆。
伴随着第二届上海艺术影像展
（'5363 *578957:）于 ;月 &&日至 &1

日再次强势回归上海展览中心，以
及佳士得拍卖行于 ; 月 < 日至 &/

日在上海艺术空间荣幸展出 &=位
%$世纪国际摄影大师的佳作，当代
影像艺术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
点，而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何时才能
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行业呢？
提起影像收藏，许多人首先想

到的就是老照片。然而除了老照片
之外，影像收藏市场还有纪实性摄
影和当代影像两大门类。而我们这
里提到的当代影像，其重要特征就
是以摄影为载体进行再创作。在业
内人士看来，影像艺术创作既不能
忽视操作的技术性，又不能忽视审
美的艺术性。熟练的技术是创作影
像艺术的前提保障，思想和审美则
是影像艺术存在的灵魂，这些都让

当代影像在当今社会中> 有了更加
广泛的市场基础。特别是手机拍照
也逐渐开始成为创作工具的时候，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当代影像”
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在艺术领域，许多国内的艺术

家早已关注影像艺术，但是对于内
地的藏家来说，关注当代影像，还是
在 %$&&年 &&月 /日，著名摄影家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拍摄于 &;;;

年的《莱茵河!》，以 .11?/=万美元
的价格成交。这件尺寸达到了长度
为 1/=?=厘米、宽度为 %$<厘米、厚
度为 @?%厘米的作品，远远超出了
一般照片的范畴。同时，古尔斯基花
了几个月的制作时间，包括后期电
脑不断修改，将原先照片中的一些
人去除，使照片更加符合其创作的
初衷。延续了他大画幅的鲜明个性，
有着古典风景画般的华丽风格和庄
严气势。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
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客体，进行主
观提炼，最终浓缩成了一件珍贵的
艺术品。
从当代艺术出发，还是从影像

本身出发，这无疑是困扰着许多中

国影像艺术探索者的问题。在业内
人士看来，对于当代艺术，观念更重
要，而对于影像本身，更加关注空间
感、平面感、画面感构成关系。影像
艺术家洪磊曾经说过，“影像对我们
生活的压力。实际上是它规定我们
的生活，它左右我们的审美。”
如今，当国内藏家还在以几近

疯狂的价格抢购那些大多是西方藏
家在几十年前低价买进的中国绘画
作品时，西方的收藏家们已经开始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寻找当代影
像的“洼地”。在市场人士看来，中国
影像艺术品收藏的出现较西方晚了
三十年，受西方摄影文化价值判断
和藏家喜好的影响较大。但是中国
本土的艺术家，特别是一些画家，如
何曦等，已经通过自己对于影像的
了解来寻找具有本土化的当代影像
作品，不拘一格，别有意趣。
我们期待着通过一系列的专业

展会，能够构建出基于中国历史和
文化的视觉审美和中国藏家价值取
向的当代影像艺术品的评判体系和
收藏文化，让人们更加关注本土化
的影像艺术。

! !近日，《广州日报》刊发
“重返架上绘画是艺术大势
所趋吗A”抛出在当今是关于
绘画是否已死的一次讨论，
话题缘自中央美院美术史
教授邵大箴在一次采访中
的发言：当代绘画需要有思
想和批判性的观念，但在未
来的绘画中，这样的观念更
需要用手工的高超技艺去
表达，“绘画回归”可谓大势
所趋。

从 &;世纪摄影术诞生
对绘画产生冲击，到 %$世
纪初杜尚的现成品登场，再
到今天装置、行为、影像等
各种当代观念艺术大行其
道，曾经刻着“手工”、“技
艺”之烙印的架上绘画被看
成是滞后的艺术，处境尴
尬，然而观念当道，作为传
统“手艺”的架上绘画该如
何找寻新的空间A 艺术圈批
评家、网友各抒己见。

艺术批评家!"美术#杂

志执行主编尚辉$我非常赞
同邵大箴先生提出的“绘画
回归”，这不仅是对中国人
说的，也是对世界艺术界说
的。虽然回归的现象在世界
范围内还没看到更多的迹
象，但“艺术发展应该回归
绘画性”。绘画艺术作为人
类文明创造的重要成果，不
能放弃绘画艺术自身发展
的可能性，不能因为有了当
代艺术就取代绘画的样式。随着
时间的发展，人们会认识到，机械
成像的图像泛滥，最后还会重返
绘画的手工性。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呼唤、保留、坚守绘画的

当代性创作。
网友：艺术的发展规律

在西方表现得比较超前，中
国架上绘画回归将是未来的
主流，毋庸置疑。

网友：当今科技的迅速
发展直接影响到了艺术的方
向，依靠科技呈现艺术的形
式不可否认，也有许多优秀
的作品。但只不过是又多了
一种表现艺术家思想的方式
并被人们接受，随着科技的
发展以后也会有更多的艺术
形式出现，但并不能说“手
艺”这种艺术形式被取代。
“手艺”并没有死亡，至少在
现在这种社会价值观下还具
有它的生命力，并且它的价
值比以前更为重要。

艺术批评家! 策展人徐

子林$“绘画死亡论”不是说
绘画真的死亡，从古典写实、
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到印象
派、后印象派，再跨越到现代
主义，从壁画、木板画、布上
油画、波普的丝网版画到现
在的电脑绘画，绘画总是以
不同方式新生，但绘画的影
响力逐渐衰弱，这是事实。今
天的艺术更是一门思想，形
式宽泛，绘画已然无法承载
今天的表达。

网友：绘画的承载能力
有限，现在的很多当代艺术
家对各种科技、材料的运用
熟稔于心，能实现比绘画更
好的效果

网友：艺术应顺应时代
的潮流，就像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一样都符合自身时代的文
化发展方向。绘画也一样在继承
和创新中不断完善，未来的绘画
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雅昌艺术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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